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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与法史：问题点与文献源》出版 

    该书右中信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60万字。全书共分“法律思想史与法学史”、“法律制度史”、

“法理学”、“英文部分”四大板块。其中“法律思想史与法学史”下设“西方法哲学、西方法学史”与

“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律学史”，“法律制度史”下设“中国法制史”与“外国法制史”。“西方法哲

学、西方法学史”按时间和法学流派编排；“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律学史”按朝代顺序编排，从先秦一

直到当代，其中先秦部分流派分明，故又分为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中国法制史”也按朝代顺序

编排，从先秦到民国时期；外国法制史以各大洲为框架，按国别编排；法理学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

其内容设置主要参照了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教材（北京大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中的章节设

置，但有所调整，其顺序如下：法学导论、法起源与发展、法的作用和价值、法的本体、法的运行、法与

社会。英文部分的问题点未加以提炼，只是将其按照年代、期刊名称、卷期顺序排列编排置后。  

    本书的目的在于让每一位研究者以最节省时间的方式找到其需要的最齐全的论文资料。因此，在本书

的编排框架确定之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按照“问题点”（以文献源标题内容的关键词为主要确定依据）

的方式将文献源标题进行分类，然后再将这些问题点按照其在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编入本书。  

    本书“问题点”的提炼有两大特点，一是“分”，二是“统”。就“分”而言，要编好一个“问题

点”，编者需要深入地挖掘某一问题方方面面。这项简单、重复、枯燥的“识别—分类—归纳”工作其实

需要非常深厚的学术类型化功底。以“法治”为例，如果仅仅简单地将相关的文章统统放入这么“宏大”

的概念下，那么这本书也许完全没有意义或者说降低一大半。 

    

    为了清楚地表现这一“宏大话语”，编者将其解剖为两部分共十一个小的问题：  

    1.法治的含义  

    （1）法治（2）法治与德治（3）法治与人治（4）党与法治  

    2.法治的构成  

    （1）法律至上（2）法律信仰（3）法律权威（4）良法（5）法的合法性（6）法的合理性（7）法律

工具主义可以看到，每一个“小”问题，其实都可以写一篇博士论文。本书有多处这样精致的“解剖”，

如法学方法论、法律发展、法的本体、法的运行部分等等都有非常学术化的问题提炼。  

    就“统”而言，主要指以某一“研究领域”为中心，将相关的文章统统收入，以求其全。因此，某些

看来属于部门法的文章标题也可能被收入其中。这一现象在“法学方法论”、“中国的法制现代化”、

“法治国家”、“人权”、“法的实现及其阻却”、“司法改革”、“公益诉讼”等部分表现得尤为突

出。例如在“法和经济学”一章中，编者就不得不将关于各部门法经济分析的文章收进来；在“法的实现

及其阻却”问题上，编者不仅收录了“自由裁量权”相关文章，还收录了“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

义”，甚至收录了有关“反腐败：成因及对策”相关文章。当然，“分”与“统”都只有一个目的——尽

可能地方便广大的研究者。 

    

    来源：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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